
！

记者手记

又 是 一 年 春 暖 花 开 时 ，
甬城田间地头开始出现忙碌
的身影，其中有不少是“90
后”“00 后”的“新农人”。
他们既能扎根乡野与泥土打
交道，又能坐在都市的高楼
里谋划农业的新技术、产品
的新销路。

无论是操作无人机洒药
的种粮大户，还是在短视频
平台上带货的农创主播；无
论是坐在电脑前设计农产品
IP 形象的设计师，还是带着
城里孩子体验农事的农庄主
理人，他们都是新时代农业
的生力军，是“三支队伍”
中的一员。

乡村需要善经营的农创
客、懂技术的“田秀才”，更
需 要 让 这 些 有 想 法 、 懂 技
术 、 能 创 新 的 年 轻 人 留 下
来。要将资金扶持和引才育
才政策落到实处，要在全社
会营造尊重农业、支持农业
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富
春山居图”已然展开，相信
在未来，田间地头会出现更
多年轻人的身影，科技和创
新会在农田里奏响全新的乐
章。

农创客
点燃乡村创业热情
——聚焦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一线调研①

在鄞州南部商务区，“90后”农创客汪琰斌正在打造一家名为“莫笑农”的
“三农”体验店，预计今年5月与市民见面。新店开业后，其食材大多是宁波本地
的农产品。

开设“三农”体验店，是汪琰斌投身农业10年后的又一次转型。在鄞州区姜
山镇，这位职业农民经营着近3000亩土地的归本农场。

作为宁波农创客队伍中的佼佼者，汪琰斌通过自身努力，在希望的田野上挥洒
汗水，激情创业，书写着精彩的人生故事。

今年新春伊始，浙江省“新春第一会”提出要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实
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农创客就是其中的一块“版图”。

数据显示，到去年底，宁波已累计培育农创客6900名，创建省级农创客示范
基地12个，汪琰斌等9人入选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

连日来，气温逐步回升。记者见到
“95 后”农创客华家宁时，他正在田间
操作农用无人机给土豆施肥。“现在正
是土豆发芽期，追点肥有利于植株苗壮
芽肥。”华家宁说。

还不到 30 岁的华家宁，是海曙区
章水镇牧远慢生活农场的农场主，大学
期间他曾到台湾交换学习一年半，当地
的休闲农业令他印象深刻，回宁波后，
他就想着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两
年前，他承包了一片 56 亩的荒地，用
了两年把这片荒地打造成了现在的模
样。眼下，农场里土豆、玉米、番茄等
蔬果长势正旺，华家宁总喜欢隔几天就
在朋友圈里“晒”他的成果。

除 了 种 地 ， 华 家 宁 还 有 一 个 身
份 ——“ 亲 水 湾 ” 研 学 营 地 主 理 人 。
记者看到，他创办的“亲水湾”研学营
地紧挨着农场。最近每到周末，营地都
会迎来好几批客人，有的是参加研学班
的孩子，有的是参加团建的企业员工。

牧远慢生活农场一年种植近 30 个
品类的蔬果，主要用于营地客人用餐，
或制作农产品礼盒。如今，华家宁还当
起了章水镇的农产品“推销员”，经他
之手设计的章水伴手礼，因为价格实
惠，游客回家时总会捎上几份。“这既
能帮助当地农户销售时鲜蔬果，也进一
步扩大了章水农产品的影响力。”他说。

今年初，华家宁又在章水镇郑家村承
包了百余亩土地，并与两家供应链公司签
约，拓展销路。他希望实现资源共享，帮
助周边更多农户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同时
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扎根田野，孕育希望。
新时代的农业农村蕴含着巨大的

创造力，现代农业呼唤更多青年人投
身其中。

农创客作为新涌现的一支中坚力
量，已成为宁波农村创业的引领者，也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他们中
有“粮二代”“果二代”“花二代”；有

高学历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些职业农
民有情怀、有梦想，在广阔天地里大展
身手，发展乡村产业，闯出了一条条创
业致富的新路子。

叶成龙在大学里学的是物流管理。
2017 年，还在上大二的他在乡村实践中
发现有农产品滞销，便萌生了发挥专长帮
助农户销售农产品的念头。当年，他就
成立了电商平台，通过线上带货助农。
在“利奇马”台风影响期间，他的平台三
天就帮助农户卖出滞销葡萄 27.6 吨。

“这一刻，我对今后的人生有了规
划。”毕业后，叶成龙怀着扎根乡村的
初心，成为农创客队伍中的一份子。

这几年，叶成龙在东钱湖城杨村探
索“村企融合”发展模式，在宁海葛家
村探索“1+4+X”陪伴式创业模式，
帮助这些村子走上艺术振兴的发展新
路。2022 年，他搭建“艺起富”乡村
运营服务平台，一年时间就帮助 13 个
村吸引消费人群逾 100 万人次，总收益
超 1 亿元。

去年，叶成龙带领由 14 名浙江万
里学院本科生组成的团队，培育“益起
富——未来乡村产业运营共富先行者”
项目，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
奖。“农业农村创业创新人才，是乡村
振兴的生力军，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
动能。”叶成龙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年轻血液加入青年农创客队伍，服务

“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农创客队伍的壮大，他们在农

村创业的领域也不断拓展，覆盖特色种
养、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等
行业；创业形式不断丰富，一半以上的
创业主体运用了互联网等现代数字信息
技术，不少农创客建立了数字农业工
厂，开设了分享农场、共享农庄。与此
同时，农创客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平
均 1 个返乡创业项目能吸纳 6 人稳定就
业、17 人灵活就业。乡村的广阔天地，
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大有可为的舞台。

在鄞州南部商务区的一幢高楼
里，农创客左敏正带领她的 20 人
团队，为九龙湖农产品设计品牌
IP 和包装。大家分工明确，有的
写策划，有的绘制设计稿纸，有的
用软件给包装盒建模⋯⋯

左敏是个“农二代”，出生在
哈尔滨市郊农村的她，从小跟着父
母在田间地头忙碌，这也让学视觉
传媒专业的她毕业后选择了农创客
这条赛道。

如今，她创办的“智慧天成”
品牌策划公司，服务于正大、敦
煌、中储粮、宁海味道等国内大大
小小的农产品品牌，辐射全国 30
余个省 （区、市）。汪琰斌的“莫
笑农”品牌 IP 就出自她之手。

在帮助众多农产品企业打造品
牌并为农户对接采购渠道的同时，
左敏还打造了多个自有零售终端品
牌——百联邻里生鲜超市、涌鹅卤
鹅 饭 、 大 块 头 熟 食 等 ， 并 整 合
1000 多个社群、约 10 万名会员和
10 余个宁波高端物业，聚力助推
扶贫事业，助力农产品销售。

“好的产品需要好的品牌，更
需要好的渠道，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势在必行。”左敏说，这也是宁波

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成立的初衷。
去年 6 月，宁波市农创客发展

联合会成立，汪琰斌担任首届会
长，左敏担任秘书长。

“协会成立后，5700 多名农创
客有了‘家’，不到半年时间，我
们已经有了 6900 余名‘家人’。”
汪琰斌告诉记者，协会旨在统一资
源平台，集合会员的力量，把从事
农作物种植、食品加工、器械生
产、品牌设计、销售推广等不同领
域的农创客聚在一起，抱团式发
展，打通产业链。

随着技术的发展，农业已经不
再是一个传统和保守的行业。生物
科技、信息技术、智能化等现代科
技手段的引入，使农业生产迈入了
一个新纪元。而近年来出现的农资
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受供需影响、
时令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让扎根
乡村的广大农创客面临更为复杂的
形势。

“我们的目标是将传统农业和
现代科技结合，以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和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
量。”作为宁波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首届会长，汪琰斌深感责任重大。

“ 人 才 是 农 业 创 新 的 关 键 资
源，资金则是创业的血脉。”作为
省政协委员，汪琰斌在今年的省两
会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发挥青
年农创客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农创客是扎根乡村的追梦人，
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浙江万里学
院生物与环境学院正高级实验师、
硕士生导师汪财生认为，不论是研
发新栽培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还是
利用数字互联网技术促进农产品销
售，青年农创客在现代农业生产中
的作用都不容小觑。

早在 2012 年，宁波就开始实
施农业生产领域大学生就业创业奖
补政策，每年安排用于市县两级农
业生产领域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补助
资金超过 500 万元。在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返
乡创业队伍。

各区 （县、市） 也出台政策，
诚邀各路人才。余姚市已累计补助
大学生创业就业 764 人次、培育农
创客 735 人；慈溪市实施大学生创
业就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每
人每年 2 万元补贴，累计下发资金
超 2000 万元。

吸引大学生投身现代农业，慈
溪市坎墩街道走在我市前列。2016
年 ， 该 街 道 规 划 了 3280 亩 土 地 ，
建成大学生农业众创园，目前已入
驻大学生创客 21 人，2023 年实现
产值 2.4 亿元。

横河镇是慈溪的主要稻米产
区。近年来，该镇为大学生农创客
提供各类服务，帮忙组织微信群、
电商直播平台推广，开展涵盖网络
营销、“互联网+”、融资贷款、电

商直播等的农创客培训。此外，该
镇还配套实施大学生农创客创业就
业扶持政策、农业政策性保险补助
政策及小额担保贷款。目前，横河
大学生农创客已超 40 人，他们在
杨梅、水稻、草莓、苗木等农业产
销加工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汪财生认为，当下我国的农业
种植技术足以支撑现代农业的发
展，高校培养的农业人才也可以满
足行业发展需求。但如何吸引更多
年轻人加入农创客行列，还需要政
策上的引导和支持。“农创行业不
确定因素较多，存在风险偏高、投
入成本较大、产出周期较长的特
点，这让不少年轻人对投身农业心
存顾虑。”他说。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培育农创客，我们不断完善
政策链，搭建载体链，延伸服务
链，同时不断强化政策引导、平台
辐射和主体培育。”2022 年，我市
出台 《关于开展万名农创客培育行
动 （2022- 2025） 的 实 施 意 见》，
从创业扶持、用地保障、金融优惠
等多方面持续提供含金量高、可操
作性强、惠及面广的扶持政策和措
施，引进和培育现代农业发展所需
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和团队。

我市还出台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贴息实施方案》，对符合创
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按照
基准利率的 50%、最高 50 万元的
标准予以贴息补助。2023 年，市
财政为 477 家创业大学生、农业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双创”主体
贴息 5400 万元，有效解决了创业
者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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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
今年省市“新春第一会”提出，要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实施现

代“新农人”培育行动。
为贯彻落实相关会议精神，全面展示近年来我市在培育“新农人”、

助力农民致富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亮点举措、成果及
“人才蓝图”，讲好“新农人”创新创业故事。即日起，宁波日报围绕农
创客、乡村CEO及乡村工匠、农民培训品牌打造、农民培育体系建设等
主题，推出“聚焦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一线调研”系列报道。

农场里前来体验蔬菜采摘的游客。（华家宁 供图）

农创客樊丹阳在操作农业农创客樊丹阳在操作农业
无人机无人机。。 （（沈天舟沈天舟 摄摄））

坎墩大学生农业众创园坎墩大学生农业众创园。。（（慈溪市坎墩街道供图慈溪市坎墩街道供图））

农创客鲍科和他创农创客鲍科和他创
新种植的草莓新种植的草莓。。

汪琰斌和他生产汪琰斌和他生产
的农产品的农产品。。

农创客在做实验农创客在做实验。。

农创客农创客 （（中中）） 传授种植技术传授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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